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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方位支援協助學生建立學習技巧， 

營造有利自主學習的條件（中學） 

 

對象：中一級班主任及主要學科教師、中一級學生及家長 

理念： 

計劃相當重視對升讀中學新生的支援工作。原因是單就學科學習來說，學生便要面對大大

小小的轉變，例如課堂教學模式、學科數目、課業要求、測考範圍及方法等，這均容易讓他們

難於適應，影響個人學習的效能和觀感。從自主學習的角度看來，無論是學生學習的情意

（will）、技巧（skill）及習慣，都值得透過在學生層面進行培訓及支援，使他們有動機及能力

應付中學的學習。 

 

策略及效果：  

i. 學生層面：配合學生實際需要，提升學生應用組織知識的技巧 

 

 計劃觀察到不少學校都以抽離式課程教授學習技巧，但學生實際上未能轉移所學並應用在

日常學習中。有見及此，計劃所設計的培訓課程（表 1），着重學生在學科情境中訓練學習技

巧，例如特別向校方索取科本教學材料（圖 1 及 2），以此為例教授學生如何運用圖像組織工

具整理所學；又讓學生就具體課堂模擬練習，並按照學生產出提供回饋，協助學生掌握及轉化。

計劃從其中一所中學的實踐過程中（圖 3 及 4），看見普遍學生認真嘗試使用組織工具整理知

識，能按照資料特式選取合適的圖像組織工具（如以矩陣進行「比較」、以樹型圖展示「從屬」

概念等）。另外，為培養學生建立預習習慣，計劃按照學科特性教授不同預習方法（圖 5及 6）。

計劃理解學生若有習慣進行「課堂前的學習」（pre-lesson learning），將會為課堂的學習（while- 

lesson learning）有所助益。教師在中期試後發放問卷收集學生的意見，發現單以每週進行預習

的時數來說，學生投入於預習的時數是有所提升的。 

 

    表 1：計劃針對中一級新生學習技巧的培訓 

形式 內容 參與者 

學生工作坊 1+教師會議* 主題：在做筆記的有效方法及技巧 

目標：讓學生（1）了解課堂摘錄筆記
的重要，（2）掌握課堂摘錄筆記
的技巧，（3）能利用「圖像組織」
整理學習內容 

統籌老師、 

中一科任老師 

學生工作坊 2+教師會議* 主題：預習的有效方法及技巧 

目標：讓學生掌握不同學科的預習策略 

統籌老師、 

中一科任老師 

學生工作坊 3+教師會議* 主題：有效的溫習習慣及策略 

目標：讓學生掌握中學需要的學習習慣

及應試策略 

統籌老師、 

英文科任老師 

註：* 每次學生工作坊後，計劃人員收集參與教師的意見，並與統籌教師就該工作坊進行即時

檢討及商討跟進工作（約 30分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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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及 2：利用校本教材作為例子教授圖像組織的技巧  

 

 

圖 3及 4：學生實踐圖像組織技巧的產出 

   

 

圖 5及 6：配合科本學習情境，向學生傳遞預習方法 

   

 

 

 

中文預習五步曲 

1. 審視篇名及學習重點 

2. 瀏覽課文，間下不懂的詞語 

3. 借助提供的資料或語文工具， 

嘗試自我拆解詞語障礙（若仍不

懂的做記號） 

4. 初步整理課文大要 

5. 朗讀課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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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學生層面：在傳遞學習策略時加入個人化選項，加強自主性 

 

在自主學習的角度下，計劃人員相當強調學生處理學習時，需要配合自己的需要加入個人

化選項。例如做筆記時，計劃人員建議學生實踐「N+1」策略，即除了按照學習材料找出重點、

用符號及圖像標注重點之間的關係（詳略因個人理解及資料的複雜度而異，謂之「N」），還要

就課題內容額外加上個人附註（謂之「+1」），紀錄個人疑問、見過的錯誤及引發的思考（圖 7）。

又例如，計劃人員介紹編排溫習時間表的原則及做法，提醒學生需要對個人學科學習掌握程度

有準確的評估，並在分配溫習時間上作出調整。在工作坊後，計劃人員邀請班主任作配合及跟

進，運用班主任課時段指導學生編排過程，以讓他們運用所學在統測及中期考試之中。 

 

圖 7：個人化的筆記 

    
 

圖 8：根據學生對自己不同學科的進度，分配溫習時間 

 

iii. 學生培育 / 家長層面：多方位支援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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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人員把握學生工作坊作為切入點，嘗試擴展

支援範圍至教師及學生培育層面。在教師的專業發展

上，計劃人員開展學生支援工作前先為全體教師舉行

工作坊，講解學生自主學習的素質及培訓方式，亦辨

明抽離式課程只是其中一環；要有效及持續地發展學

生自主學習的素質，需要從班級經營及學科日常教學

中配合（圖 9）。為此，計劃人員與學校檢討學生培訓

工作時，會邀請中一班主任及學科教師觀察培訓方式

及學生表現。從其中一所學校的教師回應所見（圖 10

至 11），教師認同工作坊的培訓效果，內容配合學科學

習的關注；又反思到可以在日常教學進行調適，促進學生在建構及聯繫知識的過程，例如「下

課前讓學生有 5分鐘閱讀課文，著學生在課文上善用符號記下重點」、「請學生在生字簿上記下

生字的詞性、例句等（原文為英文）」。 

 

 

圖 10至 11：教師反思如何在學科教學上嘗試融入自主學習元素 

 

 

同時間，計劃注意到家長在學生過渡中小學學習當中扮演重要的輔助角色。特別是學生在

課堂以後時間進行學習，包括做家課、預習及溫習、閱讀、進行附加學習（如補習）等，家長

除管理時間及安排資源外，還扮演指導及督促的角色。配合對中一級學生的培訓，計劃人員為

中一級家長主持講座（圖 12），講解學生在升學中學期間在教學模式、課業要求及學習方式的

轉變，並建議家長如何於課後時間協助學生處理學習（圖 12 至 15）。計劃人員認為這次工作

坊能起示範作用，加強班主任如何透過家長教育及溝通上促進學生學習。 

 

圖 9：多方位推動學生學習技巧的培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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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2至 15：家長工作坊——課外時間支援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習慣及技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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